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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我国名贵鱼类长江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数量不断减少的趋势及原因，从而提出资源保护与恢复对
策，２００６年３～７月在安徽无为长江段，对捕捞刀鲚的渔具、渔法和刀鲚渔获量、种群年龄结构、平均体长、体重进
行了野外调查。结果表明，８６个网次共捕获刀鲚５３６尾、３４．５７ｋｇ，最高网次捕获量仅０．８５ｋｇ；经抽样，对１００尾
刀鲚进行测定，体长为２１．７～４２．１ｃｍ、体重为２０～２３５ｇ；体长、体重相关式为 Ｗ＝０．００１１Ｌ３．３３１２（Ｒ２＝０．９６９）；种
群年龄组成中以２＋龄和３＋龄个体为主，也能捕获１＋和４＋龄个体，５＋和６＋龄个体较少；与１９７２年相比，捕获量
由４１．５６ｔ降至２～３ｔ。分析认为，刀鲚资源衰退的主要原因是长江水文条件的变化使刀鲚产卵场受到破坏，不
断升高的市场价格引起对刀鲚的过度捕捞，而水质污染程度的日趋加重也不利刀鲚的生长繁殖。保护与恢复刀

鲚资源的对策应该是建立刀鲚繁殖场保护制度，取缔网目５ｃｍ以下的网具或禁捕２～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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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鲚（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俗称刀鱼，是长江的名贵
洄游鱼类。历史上长江刀鲚资源曾经较为丰富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安徽长江段产量达 ３８５．８４ｔ，江苏省
１９７３年产量为２６９９ｔ，１９７３年长江中下游产量为
３９４５ｔ（袁传宓，１９８８）。刀鲚肉味极鲜美，被称为
长江“三鲜”之一，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但随着环境

变化，近年来刀鲚资源不断减少，价格不断上升，如

２００５年３月，上海、南京刀鲚市价曾达３０００元／ｋｇ
（黄晋彪和张雪生，１９８９；高洪成，２０００；施德龙和龚
洪新，２００３；张敏莹等，２００５）。因此，有必要研究我
国这一名贵鱼类资源衰竭的现状及其原因，从而针

对性地提出资源保护与恢复对策。

安徽无为长江段总长度１１９ｋｍ，地处长江下游，
江面弯道多，有多处汊江，被认为是目前安徽刀鲚捕

获量较高的江段。但自１９７３年后，有关安徽江段刀
鲚资源变化情况尚未见报道，特别是长江葛洲坝、三

峡建成后，水文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刀鲚生殖群

体构成的变动尚缺乏研究，近年来资源量的减少和

高昂的价格也增加了获得材料鱼的难度。２００６年，
对安徽无为江段捕捞刀鲚的渔具和渔法进行比较分

析，对种群年龄结构、体长、体重进行了野外调查测

定，对捕获量进行估算，并分析了影响刀鲚资源变动

的主要原因，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和建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捕捞渔具、渔法
对无为长江段捕捞刀鲚的网具结构进行测量，

对捕捞渔法进行调查，随船进行捕捞操作。

１．２　渔获量统计
自２００５年３月开始，走访渔民进行调查，了解

历史情况和现实捕捞情况，从安徽省水产局及下属

水产机构查阅发表的相关资料。３月２５日至７月８
日随船捕捞刀鲚，统计网次渔获量，根据随船捕捞情

况和调查渔民年捕获总量估算总捕获量。对刀鱼的

历史产量和资源变化进行分析。

１．３　体长、体重测定
２００６年５月６日至７月３日，对捕获的刀鲚体

长、体重等进行常规测定，测定方法参照湖泊资源调

查手册及刀鲚和湖鲚［ｌａｋｅａｎｃｈｏｖｙ（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
种群的形态判别（程起群和李思发，２００４）。取鳞片
以鉴定年龄，以环片排列疏密相间、结合切割判定年

龄（史为良等，１９９６；黄祥飞等，１９９９）。

２　结果

２．１　渔具与渔法
刀鲚捕捞网在安徽长江段有代表性，使用的网

具为流刺网，三层结构，外层网为大网目，内层为小

网目，渔民通常按照捕捞刀鱼的规格又将其分为

“密眼网”和“稀眼网”。“稀眼网”外网网目４０～４５
ｃｍ，为３×２聚乙烯线，内层网目大５ｃｍ，为胶丝网



线；“密眼网”外网目３５～４０ｃｍ，为３×２聚乙烯线，
内层网目大２．５～３．０ｃｍ，２种网的上下纲均为４股
３×３聚乙烯线，浮子为泡沫塑料，沉子为铁质，加工
好的网每条高２ｍ，长３０～４０ｍ，每船一般一次下６
～８条网。
捕捞为２人操作，船只为２～４ｔ的木船，本次捕

捞下网处在荻港上游约５ｋｍ的小南岗，在主航道偏
北，水流平缓，底质较平坦，水深７～１３ｍ，渔民称之
为“刀鱼”道，捕捞期为３～７月，需要根据水流不断
的调整沉子的数量，白天和夜晚均可下网，网的漂流

距离２．５～３．０ｋｍ，每天可作业３～５个网次。
根据调查，３月中旬前后捕获的刀鲚规格一般

较大，但空网率高，以５月中下旬捕获量为多，自６
月５日后，测定的刀鲚规格已在１００ｇ以下，６月中
旬后，气温急剧升高，刀鱼渐少，大规格数量明显下

降，５ｃｍ网目常捕不到刀鱼，渔民多使用 ３ｃｍ网
目，捕获的规格在５０ｇ左右。即使在捕捞中期，鱼
情不好时也有渔民穿插使用３ｃｍ网目。在随船捕
捞中发现，除捕获刀鱼外，还可捕获长蛇?、鱼、长

吻鎨、黄颡鱼、青鱼、鲢等，其中以长蛇?、鱼数量

为多，甚至捕获了体重７ｋｇ以上的青鱼３尾，还在６
月５日捕获全长３４～５０ｃｍ的中华鲟３尾。
２．２　渔获量统计

目前，安徽长江刀鲚的开捕时间以无为荻港为

界，荻港以下开捕时间在４月１５日，荻港以上开捕
时间在４月２７日，无为长江段自３月开始捕获刀
鲚，以５月渔获量较高，７月则基本结束。自 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５日至７月８日随船对刀鲚的网次捕捞量
情况进行统计，见表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共统计８６网次，共捕获刀鲚
５３６尾，平均每网６．２３尾，总重量３４．５７ｋｇ，平均
网产０．４０ｋｇ。其中捕到规格１５０ｇ以上的１９尾，
占３５４％，１００～１５０ｇ的１５２尾，占２８．３６％，５０～
１００ｇ的１９３尾，占３６．０１％，５０ｇ以下的１７２尾，占
３２０９％。根据渔民反映，汛期的特点是３月已经出
现刀鱼，５月下旬产量最高，６月仍然有一定的产量，
７月渐少。价格变动也对刀鲚的捕获量有参考作
用，在无为长江段，３月２５日前后（清明），规格１５０
ｇ／尾刀鲚的最高卖价１４００～２４００元／ｋｇ，但渔民能
捕获的很少，而后期价格却降的很低，到６月１２日
前后，规格１５０ｇ／尾左右的价格２００～３００元／ｋｇ，规
格１００ｇ／尾的价格１２０～１５０元，规格７５ｇ／尾的价格
５０～７０元／ｋｇ，规格 ５０ｇ／尾的价格 ２０～４０元／ｋｇ。
鱼汛期单船捕捞的收入在４０００～１１０００元，其中以

５０００～７０００元的居多。
表１　安徽无为长江段刀鲚捕捞情况统计

Ｔａｂ．１　Ｃａｔｃｈｒｅｃｏｒｄ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ｉｎ

Ｗｕｗｅｉ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捕捞

时间

网

次

网目／

ｃｍ

捕捞

数／尾

重量／

ｋｇ

渔获物规格／ｇ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０３－２５ ３ ５ ７ ０．５０ １ ２ ４ ０
０４－２７ ３ ５ １２ ０．８０ １ １ １０ ０
０５－１４ ３ ３．５ ２６ １．７５ １ ５ ９ １１
０５－１９ ２ ５ １１ １．０５ ０ ８ ３ ０
０５－２１ ２ ５ １３ １．７０ ５ ６ ２ ０
０５－２２ ４ ５ ４３ １．７４ ４ １６ ２３ ０
０５－２４ ２ ５ １１ ０．４５ ０ １ １０ ０
０５－２４ ２ ３ ４６ １．３０ ０ ０ ４１ ５
０５－２５ ５ ５ ２７ ２．８０ ３ １９ ３ ２
０５－２６ ２ ３ ４２ ２．６５ １ ５ １２ ２４
０５－２７ ６ ５ １２ １．６４ ０ １０ ２ ０
０５－２７ ２ ３ ８７ ３．８０ ０ ０ ２３ ６４
０６－０５ ４ ５ ２１ ２．２６ ０ １９ ２ ０
０６－０６ １ ５ １４ ０．７９ ０ １４ ０ ０
０６－０７ ３ ５ ７ ０．８２ １ ３ ３ ０
０６－０７ １ ３ １３ ０．５５ ０ ０ ２ １１
０６－１０ １ ５ ９ １．３０ １ ８ ０ ０
０６－１１ １ ５ ５ ０．５５ ０ ４ １ ０
０６－１１ １ ３ １２ ０．５５ ０ ０ ３ ９
０６－１２ ７ ５ １３ １．３０ ０ １０ ３ ０
０６－１３ １ ３ １５ ０．８５ ０ １ ７ ７
０６－１３ ３ ５ １ ０．１３ ０ １ ０ ０
０６－１７ １ ５ ５ ０．６０ １ ４ ０ ０
０６－１７ １ ３ １９ ０．９０ ０ ２ ８ ９
０６－１８ １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６－１８ １ ３ １１ ０．５５ ０ １ ８ ２
０６－２３ ３ ５ １ ０．０６ ０ ０ １ ０
０６－２３ １ ３ ６ ０．２５ ０ ０ ２ ４
０６－２４ ３ ５ １３ １．２９ ０ １１ １ １
０６－２５ １ ５ ６ ０．５１ ０ １ ５ ０
０７－０２ ３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０２ １ ３ ４ ０．１０ ０ ０ ０ ４
０７－０３ １ ３ １０ ０．４５ ０ ０ ２ ８
０７－０３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７－０４ １ ３ ６ ０．２５ ０ ０ ２ ４
０７－０７ １ ３ ８ ０．３５ ０ ０ １ ７
０７－０８ ４ 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由于近年来渔业部门未对刀鲚产量全面统计，
在其捕获量方面尚缺乏权威数据，根据对渔民的年

单船总捕获量调查，结合随船捕获测定，估算安徽省

无为长江段２００６年刀鲚捕获量在２～３ｔ，供分析资
源参考。

２．３　生殖群体年龄构成
对刀鲚鳞片进行观察，２龄洄游刀鲚的体长１９０

～２７５ｍｍ，３龄体长２３５～３２５ｍｍ，４龄体长３０５～
３８５ｍｍ，５龄体长 ３４５～３７５ｍｍ。６龄体长 ３８５～
４０５ｍｍ。本次测定（ｎ＝１００尾）年龄段１＋～６＋龄，
其中１＋龄占１２％，２＋龄占４２％，３＋龄占３０％，４＋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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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１１％，５＋龄占４％，６＋龄占１％。
２．４　体长、体重测定

２００６年５月６日至７月３日，对１００尾刀鲚的
体长、体重等数据进行测定，体重范围为２０～２３５
ｇ，平均体重９５．１２６ｇ；体长范围１８．３～４０．１ｃｍ，平

均体长２９．３ｃｍ。全长／体高比值平均为７．１４２８，全
长／头长平均为 ７．８３６１，全长、体重相关关系式为
ｙ＝０．０００６ｘ３．４３３，Ｒ２＝０．９７４７。测量刀鲚体长、体重
分布区间分布见表２、图１～３。

表２　刀鲚体长、体重等数据测定
Ｔａｂ．２　Ｔｈｅｄａｔａｍｅｎｓ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ｉｎ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

编号 体长／ｃｍ 全长／ｃｍ 体高／ｃｍ 体重／ｇ 头长／ｃｍ 编号 体长／ｃｍ 全长／ｃｍ 体高／ｃｍ 体重／ｇ 头长／ｃｍ

１ ３３．２ ３５．９ ５．４ １６５ ４．４ ５１ ３３．３ ３６．２ ５．６ １４０ ５．１
２ ３０．７ ３２．６ ４．５ １０３ ４．６ ５２ ２３．１ ２５．１ ３．６ ３５ ３．６
３ ３０．３ ３２．７ ４．５ １０３ ３．８ ５３ １５．２ １６．７ ２．４ １０ ２．４
４ ３０．６ ３２．８ ４．６ １０８ ３．９ ５４ ２６．４ ２８．８ ３．９ ５５ ３．７
５ ３１．３ ３４．０ ４．８ １０５ ４．０ ５５ ２８．１ ３０．４ ４．２ ６５ ３．８
６ ３１．２ ３３．７ ４．８ １００ ３．９ ５６ ２７．３ ２９．７ ４．０ ６０ ３．６
７ ２５．８ ２７．７ ４．０ ５４ ３．５ ５７ ３５．４ ３８．０ ５．６ １５０ ４．８
８ ３５．０ ３７．７ ５．７ １６５ ５．１ ５８ ２１．５ ２３．５ ３．０ ３０ ３．０
９ ２６．１ ２８．２ ３．６ ６０ ３．５ ５９ ３３．４ ３６．１ ４．９ １１５ ４．３
１０ ３０．６ ３３．１ ４．７ １００ ３．８ ６０ ３３．４ ３６．４ ５．２ １２０ ４．２
１１ ３４．１ ３６．７ ５．６ １６５ ４．６ ６１ ３３．３ ３６．３ ５．２ １３０ ４．５
１２ ３５．６ ３８．３ ６．０ １９５ ４．５ ６２ ２１．１ ２３．２ ３．０ ２５ ２．９
１３ ３２．９ ３５．５ ５．５ １４０ ４．５ ６３ １８．３ ２０．４ ２．８ ２０ ２．８
１４ ３０．５ ３３．１ ４．６ １０５ ４．０ ６４ ２６．６ ２８．９ ４．１ ６０ ３．７
１５ ３２．９ ３５．６ ５．３ １２５ ４．８ ６５ ３０．０ ３５．０ ５．５ １１５ ４．９
１６ ３０．１ ３２．８ ４．７ １００ ３．９ ６６ ３５．５ ３８．０ ５．５ １５０ ５．３
１７ ３０．５ ３２．９ ４．１ １０５ ３．９ ６７ ３３．０ ３６．０ ５．５ １３０ ４．６
１８ ３５．７ ３８．９ ６．３ ２００ ４．５ ６８ ３３．８ ３６．０ ５．１ １４０ ５．０
１９ ３４．０ ３７．０ ５．４ １３５ ４．４ ６９ ２５．０ ２７．０ ３．２ ４５ ３．４
２０ ３４．０ ３７．０ ５．６ １５０ ５．０ ７０ ２６．４ ２８．６ ３．９ ５８ ３．８
２１ ３０．８ ３３．２ ４．９ １１５ ４．０ ７１ ２４．１ ２６．０ ３．７ ４１ ３．７
２２ ２０．８ ２３．１ ３．１ ３０ ２．７ ７２ ２４．６ ２６．５ ３．６ ４０ ３．６
２３ ２３．９ ２６．２ ３．４ ４０ ３．０ ７３ ２３．６ ２５．４ ３．６ ４５ ３．４
２４ ３３．５ ３６．６ ５．４ １４５ ４．６ ７４ ２６．４ ２８．３ ３．９ ５０ ３．８
２５ ３０．８ ３３．０ ５．０ １１０ ４．０ ７５ ２３．１ ２５．３ ３．８ ４５ ３．４
２６ ２０．２ ２１．７ ３．１ ２０ ２．６ ７６ ２８．２ ３０．９ ４．２ ８４ ４．１
２７ ２２．７ ２４．７ ３．５ ４０ ３．２ ７７ ２９．７ ３２．９ ４．４ １００ ３．８
２８ ２５．２ ２７．５ ３．８ ５０ ３．７ ７８ ３２．９ ３６．０ ５．１ １２５ ４．６
２９ ３２．９ ３６．０ ５．３ １４０ ４．７ ７９ ２５．９ ２８．５ ３．８ ６１ ３．２
３０ ２５．０ ２７．２ ３．７ ４５ ３．５ ８０ ３１．７ ３４．５ ４．８ １００ ４．３
３１ ２２．５ ２４．８ ３．２ ３５ ３．１ ８１ ３１．８ ３４．６ ４．９ １３０ ４．３
３２ ３０．５ ３２．９ ４．０ ８５ ４．３ ８２ ２３．７ ２６．１ ３．８ ４５ ３．４
３３ ３３．５ ３６．４ ５．５ １５０ ４．８ ８３ １７．６ １９．２ ２．４ １６ ２．５
３４ ３２．９ ３５．４ ４．６ １０５ ４．６ ８４ ２５．７ ２７．３ ３．９ ５７ ３．７
３５ ２７．０ ２９．５ ４．０ ７５ ４．０ ８５ ２２．９ ２５．５ ３．５ ４２ ３．２
３６ ３０．２ ３２．６ ４．４ １００ ４．２ ８６ ２４．６ ２７．１ ３．８ ５０ ３．６
３７ ２９．０ ３１．８ ４．５ ７５ ４０ ８７ ２７．４ ２９．６ ４．１ ７５ ３．６
３８ ３４．７ ３７．０ ６．０ １７０ ４．６ ８８ ３３．３ ３６．０ ４．６ １１５ ４．７
３９ ３１．７ ３４．５ ４．７ １１０ ４．２ ８９ ２５．１ ２８．０ ３．９ ６０ ３．１
４０ ３０．６ ３２．９ ４．５ ９５ ４．２ ９０ ３０．９ ３３．５ ４．０ ９５ ４．２
４１ ３６．０ ３８．９ ５．５ １４５ ４．８ ９１ ２８．４ ３０．５ ４．１ ８０ ３．９
４２ ３４．０ ３６．９ ５．３ １３５ ４．５ ９２ ２９．１ ３１．５ ４．３ ８０ ３．９
４３ ４０．１ ４２．１ ７．０ ２３５ ５．５ ９３ ２３．９ ２５．９ ３．６ ４５ ３．５
４４ ３４．２ ３６．５ ５．２ １２１ ５．０ ９４ ２７．４ ２９．６ ４．１ ７５ ３．６
４５ ３６．３ ３９．０ ６．０ １８０ ５．２ ９５ ３３．３ ３６．０ ４．６ １１５ ４．７
４６ ３６．５ ３９．０ ６．１ １７５ ５．２ ９６ ２５．１ ２８．０ ３．９ ６０ ３．１
４７ ３２．０ ３４．２ ４．６ １００ ４．９ ９７ ３０．９ ３３．５ ４．０ ９５ ４．２
４８ ３５．０ ３７．０ ５．２ １３０ ５．１ ９８ ２８．４ ３０．５ ４．１ ８０ ３．９
４９ ３３．３ ３６．６ ６．１ １５５ ５．１ ９９ ２３．９ ２５．９ ３．６ ４５ ３．５
５０ ３２．３ ３４．９ ４．８ １０５ ４．７ １００ ３１．０ ３３．６ ５．２ １１０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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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刀鲚的体长、体重曲线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ｆｏｒ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Ｃｏｉｌｉａｅｃｔｅｎｅｓ

图２　无为长江刀鲚的体长分布
Ｆｉｇ．２　Ｒａｎｇｅｏｆ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ｉｎＷｕｗｅ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图３　无为长江刀鲚的体重分布
Ｆｉｇ．３　Ｒａｎｇｅｏｆ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Ｗｕｗｅｉ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Ｙａｎｇｔｚｅ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

３　讨论

３．１　渔具渔法的变化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目前安徽的渔具渔法有所

变化，没有发现历史上使用的刀鲚包网，该网也称大

包网，属于有翼无囊地拖网，长约３６０ｍ，１０～１５人
作业，下网包围鱼群，拖向岸边，１９７３年最高网产量
达５００～１０００ｋｇ，因资源下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已
经消失。另一种鲚汛中挂钩渔具，每船使用 １１杆
钩，每杆９００只钩，刺挂鱼体达到捕捞目的，也因鱼
少而不再使用。目前主要是三层流刺网，而且网目

已经从原来的５ｃｍ缩小至目前的３ｃｍ，每船网的
长度达２００～３００ｍ，比１９７３年增加了０．５～１０倍。
５ｃｍ网目用于捕捞规格１００～１５０ｇ的大刀鲚，难以
捕到５０ｇ左右的刀鱼。３ｃｍ网目主要用于捕捞规
格５０ｇ左右的小刀鱼，而较少捕到１００ｇ以上的刀
鲚。但无论大小网目，在水流发生变化时有一定的

空网率，如急涨水和跌水时都产量低或空网，需要调

整沉子，使流刺网的漂流速度大致和水流速度相似，

捕捞技术也体现在此，各渔船捕捞产量也有差异，船

只也由人力划浆变为柴油机动力，大大提高了捕捞

效率。一般情况下，２ｈ左右可以完成１个网次，但
由于刀鱼合适的下网地分布不是在整个长江断面，

多沿鱼道洄游，渔民有“溜边贴底”之说，因在鱼道

处下网需要排队，天气不好则无法作业，由于多种原

因捕捞网次仍受到限制，往往需要等待数小时才能

下网。

３．２　刀鲚产量下降与低龄化趋势
长江下游刀鲚的资源锐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近年来其它江段刀鲚的资料较少，但２０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其它江段资料已经反映出相似的下降趋势。
袁传宓（１９８８）报道，江苏省１９８４年的刀鱼产量仅
为１９７３年的 ３５．０５％；高洪成（２０００）报道，镇江
１９９９年的刀鱼产量降到１５ｔ，约为１９９４年以前产量
的１０％；施德龙和龚洪新（２００３）认为，长江口刀鲚
产量已经下降到 ２００２年的 ４２ｔ，仅为 １９７３年的
１０７６％；张敏莹等（２００５）报道，刀鱼监测船在２００１
年鱼汛期，单船总产最高为 ７０６．２８ｋｇ，２００２年最
低，为１２４．６８ｋｇ，单船最高日均产量为１２．１４ｋｇ，最
低３．７６ｋｇ，平均７．３１ｋｇ，并根据长江下游的监测数
据研究了１９９３～２００２年刀鲚数量的变化，由此推算
出捕捞产量从 １９９３年 ５６０．５４ｔ下降到 ２００２年的
２８５５２ｔ。

根据无为江段２００６年捕捞统计情况，最高网次
产量难以超过０．８５ｋｇ，不到１９８５年前后的１０％，据
渔民闻士中回忆，在１９８６年，下５条网可捕获刀鲚
２００尾左右。有渔民在１９９８年曾１网捕获１０ｋｇ刀
鲚，而网具长度仅为现在的５０％。在随船捕捞中连
续空网也会出现，单船年最高总产也不超过４０ｋｇ。
按２００６年无为长江段的刀鱼捕获量２．５～３．０ｔ计，
也仅占 １９７２年无为光明渔业社刀鱼产量的
７２１％。无为江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目前资源下降
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安徽省农林局（１９７３）组织的
调查统计显示，无为长江段光明渔业社１９７２年刀鱼
产量为４１．５６ｔ。据无为县小老海长江特种水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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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在２０００年以前，在早上可收刀
鱼２～３竹篮，约１００ｋｇ以上，现在８～１０ｄ也收不
到１竹篮。而调查２００６年无为江段最高单船日产
量在１．８ｋｇ。刀鱼的低龄化也十分严重，据安徽省
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１９７３年调查，产卵群体为２～
６龄，共测定２７２尾，其中４～５龄鱼是主体，占６４％
～７７％。雌鱼体重以９０～２００ｇ为最多，最大个体
２５０ｇ；而２００６年测定，１～３龄鱼为主，占７４％，４～
５龄仅占１５％，６龄占１％，捕获的最大个体２３５ｇ，
这表明刀鲚资源的衰退已经相当严重。

３．３　资源下降的原因及保护对策
水文条件变化、刀鲚产卵场减少和消失是其资

源下降的主要原因。刀鲚产卵需要一定的条件，历

史上多分布在无污染、水深１～３ｍ、水流平缓、流速
０．０６～０．１０ｍ／ｓ、敌害少、饵料生物丰富的水域，沿
江的中小型湖泊是合适的产卵水域（黄仁术，

２００５）。据安徽省长江水产资源调查组 １９７３年调
查，安徽省长江段是刀鱼的主要产卵地区之一，历史

上有菜籽湖、丹阳湖、石臼湖、巢湖、石门湖等产卵场

及皖河等沿江河流产卵场。而在６０年代以后，水利
工程的大量建设，长江干流的水文条件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如安徽安庆长江段由于围垦、筑堤建坝，很

多产卵场已经不复存在，如历史上菜子湖、江心洲

头、泊湖的郑家嘴、长河口、丹阳湖、石臼湖、巢湖等

都是较大的产卵场（程起群和李思发，２００４）。但在
一些湖泊的重要产卵场消失或功能减少后，目前刀

鱼主要产卵场在何处尚不清楚。安徽省１９７３年长
江资源调查资料显示，无为渔民看到在江水“大流”

和“二流”交界处，刀鲚入“二流”有翘尾现象，说明

可能存在产卵现象，本次捕捞没有发现此现象，具体

需要进一步研究，应组织力量对水文条件变化后的

产卵场情况进行专门调查，重点对长江干流中的叉

江、回水湾、水流平缓处等可能存在的刀鱼产卵场进

行调查确认，同步进行繁殖生理的进一步研究。

过度捕捞是资源下降的又一原因，捕捞船只的

数量较历史上有大幅度的增加，捕捞的网具效率提

高，主要刀鱼捕捞网具流刺网长度达数百米，捕捞强

度加大，在繁殖期间大量的刀鲚亲鱼被起捕。历史

上刀鲚最远可上溯到距长江口１４００ｋｍ的洞庭湖
一带。张敏莹等（２００５）报道，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
始，刀鲚洄游距离大幅缩短，目前很少能上溯到洞庭

湖和鄱阳湖，在安徽江段也有类似情况，这也反映出

捕捞强度过大，从侧面说明资源下降的严重程度。

产卵后刀鲚及孵化出的幼鱼在没有洄游至大海前就

遭到捕捞。

刀鲚资源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近年来也开始

了人工繁殖的研究。由于刀鲚习性特殊，非常娇贵，

出水极易死亡，一般上网就死，本次捕捞暂养表明，

难以获得活的成熟亲本。因此，保护刀鲚的产卵群

体应是恢复刀鲚资源最直接有效的措施，目前的工

作重点应是继续加强刀鲚生殖群体的保护，确保刀

鲚群体能顺利产卵。应延长禁渔期，在刀鲚捕捞产

量较高的５～６月应停止捕捞，必须控制船只数量和
捕捞强度，限制网眼规格，禁止使用５ｃｍ以下网目。
对崇明河口地区即将进行洄游的刀鲚产卵群体要加

强保护。禁止对刀鲚幼鱼的捕捞，特别是取缔在沿

江通江河流中的“小簖”，此渔具７月份后对刀鲚的
幼鱼破坏严重。建议在安排好专业渔民生活的前提

下，应考虑彻底禁止刀鲚捕捞２～３年。同时加强对
刀鲚繁殖生理的研究，进行人工驯养试验以获得亲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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